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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目的 针对高校学生的使用需求，对高校宿舍家具进行人性化设计。方法 基于对南方某高校近

200 人的问卷调查以及对使用者在宿舍活动过程中的行为进行观察，综合剖析现有宿舍家具所存在的问

题并且进行人性化需求分析，进而提出人性化设计方案。结论 提出了宿舍家具在安全性、用户体验、

功能性等 3 方面的人性化设计措施，以此为指导设计出一款安全合理、用户体验优异、多功能的高校宿

舍家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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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umanized Design of College Dormitory Furnitur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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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 The paper aims to study humanized design of dormitory furni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cording to 

using demands of students.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nearly 200 students in a university in southern China, the 

behaviors of users in dormitory activities were observed to hav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dormitory furni-

ture problems and analysis on humanization needs to put forward a humanized design scheme. The humanized design 

measures of dormitory furniture are proposed in three aspects: safety, user experience and function, so as to guide the de-

sign of college dormitory furniture with reasonable safety, excellent user experience and multifunctional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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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信息化时代的不断发展，越来越多人追求

“以人为本”的产品，“以人为本”的设计理念要求将人

性化设计贯穿于整个产品设计之中，使得产品在物

质功能和使用过程中充分满足使用者的需求。高校

学生身心日趋成熟，对集中区域的公共空间有着更

高的要求，因此现存的公共空间已不能完全满足当

代学生的发展需要。宿舍家具作为高校建筑物中室

内空间的基本内容，人机尺寸设计的精确度、材料

选择的合理程度以及给使用者体验过程中带来的舒

适度与学生的睡眠质量、生活状态有着密切关系。

目前高校的宿舍家具设计不仅仅要满足基本的功能

——休息、学习、储物三大功能，同时还需要进行

进一步的人性化创新设计，使得宿舍家具安全性更

有保障、功能多样化、给人以舒适的体验感以及充

分满足学生的需求。 

1  宿舍家具现状 

1.1  宿舍家具类型 

目前，全国大多数高校宿舍家具类型有 3 类：（1）

上下铺一体化的架子床和一张公共学习桌；（2）上下

铺一体化的架子床和单个的学习桌；（3）上床下桌形

式，即上面是休息睡眠区域，下面是学习生活区域[1]。

针对第三类新型组合床，宿舍家具可划分为休息、学

习、储物三大区域，休息区域即床铺，学习区域即书

桌，储物区域多为侧面的储物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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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 宿舍家具问卷调研以及行为痛点分析 

1.2.1  宿舍家具问卷调研分析 

本文针对南方某一高校近 200 人的问卷调查结

果进行分析。高校学生身心逐渐趋于成熟，内心渴望

拥有更多的独立空间，这些独立空间具有私密性强、

功能区域划分明显等特点；上床下桌的家具类型对休

息区域和学习区域有着明显的区分，大多数学生喜欢

上床下桌的家具类型。床梯是学生每天直接接触的必

备设施，其安全性显得尤为重要[2]，调查结果显示大

多数人喜欢坡度缓和、安全系数较高的落地梯。高校

宿舍面积为 20~30 m2，宿舍家具的设计往往只考虑到

了单个功能分区，储物空间多集中于衣柜的设计。问

卷结果表明，高校学生在床上进行学习、看电视等活

动，而床的设计并没有储物空间。 

1.2.2  活动流程中行为痛点分析 

行为指受思想意识控制从而表现在外的活动[3]，

可分为显性行为和隐性行为。显性行为指可以被外人

直接观察的动作、表情等，隐性行为指不能被外人所

直接观察到的认知、感觉、生理反映等[4]。 

本文通过观察用户在宿舍活动流程中的行为，找

出痛点并进行了大致分析，根据行为痛点初探其原

因，见图 1，活动流程图按照时间顺序进行，观察用

户在宿舍行动轨迹中所产生的行为、动作、姿势等，

通过这些行为寻找痛点。 

 

 
 

图 1  与宿舍家具有关的行为痛点分析 
Fig.1 Analysis of behavioral pain points related to dormitory furnitur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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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高校宿舍家具的现存问题 

2.1  安全问题 

安全问题一直是高校问题的重中之重，高校宿舍

存在的主要安全问题有火灾、财产盗窃、个人安全等[5]。

个人安全问题是由设计不合理这一客观原因导致而

成。对于宿舍家具而言，家具设计采用标准化零部件，

由于某些零件连接不稳定，导致部件连接处松动；家

具转角处多为尖锐尖角并且无外包边，导致学生身体

被划伤碰伤；宿舍床的栏杆长度、高度不足，导致使

用者在使用过程中不慎跌落等一系列问题，均由不合

理的设计造成。 

2.2  用户体验性较差 

用户体验指用户在产品使用之前、使用期间和使

用之后的全部感受，包括生理和心理反应、行为和成

就等各个方面[6]。 

用户体验性较差主要体现在视觉体验和触觉体

验两方面，宿舍家具是供学生循环使用的固定设备，

因此高校现存宿舍家具多为结实耐用的钢铁材料而

非绿色环保材料，这些钢铁材料家具容易给使用者带

来视觉上的冷漠效果以及在使用过程中给学生带来

冰冷的体验效果，使得学生在心底比较排斥、不愿意

过多接触这类产品，尤其在寒冷的冬季，多数学生会

给这些产品的外表进行装饰，以达到舒适、温暖的视

觉效果和良好的使用效果。 

2.3  功能单一 

高校宿舍可容纳 4~8 人集中居住，在有限的空间

内只能优先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，因此高校宿舍家

具多是结构简单、功能单一的上床下桌形式，这些家

具功能少、占用空间大、形式感较弱。如今，个人电

脑的普及程度与信息时代的发展程度呈正相关，此时

书桌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对电脑放置空间以及学

习空间的需求。调研显示，部分学生在床上会进行一

些学习活动，而床上无储物空间放置书籍；宿舍床的

栏杆仅仅为防止使用者发生意外设计；宿舍家具无放

置当天换下衣物的空间；储物柜有打开和闭合两种状

态，两种状态并没有被很好地利用。 

3  产品人性化设计在宿舍家具中的应用 

3.1  人性化设计原则 

最初的设计是针对人类最基本、最常规的需要而

进行的，因此早期的设计仅具有实用这一最基本的功

能。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，人

们对设计有着更高形式的要求——即人性化设计。设

计师在设计过程中把人的因素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，

坚持“以人为本”的设计准则，设计过程中着重探究人

这一主体的生理要素与心理要素，从而分析并设计出

美好的产品以满足使用者身心需要[7]，即在人、产品、

环境这个系统中，使产品适宜于人使用，人与产品所

处的特定环境应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且有助于发挥

两者之间最大的效率，强调整个系统的和谐统一[8]。

人性化设计的定义决定了其本身除了要求产品必须

满足最基本的物质功能以外，在使用方式上要求简洁

便利，即产品与人的互动协调需进一步和谐；在体验

过程中要求舒适感，即在与产品的交互过程中获得情

感上的满足[9]，在视觉上要求形式美感，即符合人的

审美情趣。 

高校宿舍家具中的人性化设计要求在满足最基

本的休息、学习、储物功能以外，还需要关注宿舍家

具本身的附加价值，关注使用者的精神和情感需求。

这就要求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对消费者需求进

行针对性研究，对原有家具的优劣势进行分析，对消

费者在家具使用过程中的情景和状态进行模拟分析。

本文宿舍家具的人性化设计以安全性原则为基本，在

此基础上综合协调考虑家具的舒适性、功能性和私密

性，使得家具尽可能具有实用功能同时又具有人性化

特征，以满足使用者生理与心理的双重需求[10]。 

3.1.1  基于用户安全的人性化设计 

安全性是人性化设计中重要的原则，它要求设计

师在进行产品设计时充分考虑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

的安全性。 

安全性在开放性的公共空间建筑环境中是宿舍

家具设计首要探究的要素，高校宿舍家具的安全性主

要体现在家具人机尺寸和家具细节设计两方面。如宿

舍床的栏杆设计，现有宿舍床的栏杆存在着过短过低

的问题，导致学生不慎跌落，床栏杆设计见图 2；它

是对栏杆的创新设计，该设计增加了栏杆的长度使得

与床整体长度相当，根据 95%男性肩宽尺寸，栏杆高

度约为 400 mm，从而有效防止了学生不慎跌落；家

具细节设计主要是宿舍家具的圆角处理以及对家具

的表面装饰处理，用 PVC 材料对宿舍家具边缘处进

行包边处理，确保学生在使用过程中不被尖角划伤；

家具的表面装饰处理尽量选择水性涂料或直接在表

面打蜡保护。同时设计的家具要求十足的支撑强度和

良好的稳定性，使得家具具备一定超载能力[11]。  

3.1.2  基于感官体验的人性化设计 

用户体验中的感官体验是最直观的，包括用户的

视觉、触觉、听觉、味觉、嗅觉等，设计师主要依靠

产品的造型语义传递设计信息，以此 给 用 户 带 来 感

官 上 的 体 验 [12]。  

视觉感官——材料的选择。材料在室内空间中的

恰当运用对使用者心理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，宿舍家

具是不断循环使用的固定设备，因此选材过程中应该

尽量避免使用玻璃、铝等硬度不足的材料。依据人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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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 床栏杆设计 
Fig.2 Design of bed railing 

 

产品视觉效果的情感表达，钢铁材料家具给人以冰

凉、严寒的心理感受，与现有宿舍多使用的钢铁材料

相比，木材有着独一无二的自然特性，是当代社会所

提倡的绿色环保材料的范例，有着易于生产制造这一

良好的物理特性[13]。木材给人以天然、温和、舒适的

感觉，从视觉效果的角度出发，宿舍家具应以天然木

材为最佳选择材料。 

触觉感官——材料的运用、宿舍凳子多为木凳，

久坐会导致使用者尾骨疼痛；宿舍梯子多为钢铁材

料，给人冷漠之感，宿舍凳子和梯子除了满足基本功

能之外还应该予人精神和生理上的愉悦感，使得使用

者乐于多次使用，宿舍凳子及梯子的创新设计见图 3，

使用者与凳子、梯子的接触部位采用质轻、柔软、有

弹性作用的橡胶海绵材质，使得学生在使用过程中有

温暖舒适感。  
  

 
 

图 3  床梯、凳子设计 
Fig.3 Design of bed ladder and stool 

  

3.1.3  基于功能可组的人性化设计 

高校宿舍面积有限，这就决定了宿舍家具形式与

功能单一、结构简单的特点，这一特点要求家具创新

设计需要增加其功能性，为当代大学生提供更好的服

务。对于家具设计师而言节省室内空间、增加功能性

是其重要宗旨[14]。 

现有的宿舍床大多只满足睡眠功能。单一的睡眠

功能显得“物没有尽其用”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，部分

人会在床上进行看书、学习等活动。完成这些活动之

后，所用到的物品无处放置，只能随意放在床上或者

下床放在书桌，给使用者带来了不便，这就要求宿舍

床不仅要满足最基本的睡眠功能，同时还需要一定的

储物空间，以放置书本、笔、杯子等私人物品便于使

用者学习和生活；现有的宿舍爬梯大多与床结为一

体，不能单独使用，问卷中通过对某一高校实地观察

发现，宿舍为增加储物空间，在室内的高墙处设计储

物柜，而使用者必须通过凳子才能放置、拿取高处的

物品，增加了安全隐患；同时，宿舍凳子多为木凳，底

部有较大空间未被利用，仅仅具备单一的“坐”的功能。 

对储物空间的创新设计见图 4，宿舍床一般标准

为 2000 mm×980 mm×1800 mm。该方案中考虑到高

校宿舍物品种类繁杂的特征，对储物空间进行了创新

设计，即将栏杆与储物空间完美的结合起来，利用床

栏杆的空余位置，形成半封闭形式的储物空间，便于

在床上放置物品以及第二天在地上拿取物品。床的栏

杆具备了防止安全事故发生和储物两种功能，床沿处

增加了晾晒空间以便挂放临时换下的衣物，宿舍凳子

下部设计一定放置物品的空间。 

对梯子的设计见图 5，该方案考虑到不方便放置、

拿取高处储物空间的物品，故对梯子进行了创新设

计，即通过梯子外部凸出部分与床体凹槽相契合，一

方面，梯子底部和中部分别有凸出部分，作为上下床

工具的床梯由于契合的缘故会更加稳定，给使用者带

来了心理上的安全感；另一方面，作为单独使用的工

具时，可以通过梯子正面的左右扶手拉出床体，使用完

毕后，通过契合凹槽推入床体，基于对人体尺寸的考虑，

梯子高度与床高度相当，为 1800 mm，宽度为 500 m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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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 储物空间设计 
Fig.4 Design of storage space 

 
 

  
 

图 5  床梯的设计 
Fig.5 Design of bed ladder 

4  结语 

理念是行为的先导，高校宿舍家具设计与使用者

的生活和学习质量休戚相关，在对宿舍家具进行设计

时要基于大量的调研分析，全面充分的考虑学生的学

习和生活需要，才能设计出最贴近当代高校学生学习

生活的宿舍家具。在宿舍家具设计实践中，必须坚持

“以人为本”,把人性化的设计思想作为设计出发点。随

着信息化时代的不断发展，学生宿舍在不断进行创新

的同时以安全性为前提，综合考虑舒适性、附加功能、

私密性等各方面，为高校学生提供舒适温暖的环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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